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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将从2010年起陆续推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和“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作为主编，我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两套丛书以重要的学术使命：在我国
学术界全面开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自知，由于自
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限制，以及所组织的翻译队伍和研究队伍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这两套丛书
不能抱过高的学术期待。实际上，我对这两套丛书的定位不是“结果”而是“开端”：自觉地、系统
地“开启”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研究。　　策划这两部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丛书，
并非我一时心血来潮。可以说，系统地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无法释怀的，甚
至是最大的学术夙愿。这里还要说的一点是，之所以如此强调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
并非我个人的某种学术偏好，而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地位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
面系统地开展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是新世纪中国学术界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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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上所述，个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但是，社会的再生产并不像
牛通过其个体成员的再生产而自发地繁衍那样，自动地伴随个人的自我再生产而完成。人只有通过履
行其社会功能才能再生产自身，自我再生产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原动力。　　在个体的层面上，我们的
日常生活一般地描绘着现存社会的再生产；它一方面描绘着自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描绘着自然的人
化的程度和方式。　　人降生于一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对他表现为既成事实；但是
，正是在这一世界中他必须维持自己，考验自己的生存性。他降生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一系列具体的
预设和要求、具体的事物和具体的惯例之中。首先，他必须学习“使用”事物，掌握习俗和满足其社
会的要求，以便能以那一社会给定环境中所期待的和可能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样，个人的再生产总是
存在于具体世界中的历史个体的再生产。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断言，在一定的限度内，人必须学会“
使用”他出生于其中的世界的具体事物和习惯模式，无论它们如何多样与复杂。　　“在一定的可容
忍的程度”的限定很重要。并非每个人都习得如何使用事物和惯例，如何在习惯的关联中，在一致的
风尚中成功生存。但是，我们必须习得关于我们环境中对象、习惯和惯例体系的一般能力；在发展这
种技能中我们必须达到特定最低限度的能力，低于这一限度人就无法“存在”。　　习得的过程是“
自然地”展开的：它可能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人的能力各异，但是每一正常的人都能够而且的确能够
设法完成这一进程。　　对象、习惯和惯例体系的占有绝非自发的，也不是人达到成年时就会终结的
东西。确切地说，愈向高层次发展，模式愈复杂，习得过程也就愈慢，效率也就愈低。在静态的社会
中，或在5这些社会的静态的共同圈中，获得日常生活中最低限度能力的阶段在走向成年时即告完成
。对于已获得这种能力的个人来说，余下的事情是积累直接的和间接的生活经验：然而，他已经能够
在达到成熟的基础上成功地再生产作为个体的自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即使在静态的社会
中，如果个人脱离了他降生于其中的环境，例如他被招募参军，情况就会不同；在军队中，如果他想
“站稳脚跟”和再生产作为个体的自身，就必须学会许多新东西。　　社会愈是处于动态之中，个人
和他所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愈是偶然（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尤为如此），一个人终生
所需要的用以确证自己的生存要求的努力就愈加持久，同时，要使一个人对给定世界的习得过程在开
始成年时就告终结，也就愈加不现实。对现代人来说，每一新处境，职业的每一改变，甚至对一个新
社会集合的加入，都为他带来了文化适应的新问题：他必须学习“运用”新的习惯和新的礼仪。不仅
如此，由于他生活于持续变化的社会所需求的易变的关联中，他必须发展在必要处“变速”的能力，
以适应一系列社会框框中的任何一种变化。他终生的日常存在是同世界的锐利的“锋刃”所进行的搏
斗。　　但是，如果更具动态性的社会使人处于同世界的锋刃的永恒搏斗之中，它同时也就为他提供
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自从动态社会，即非公社式社会形成起，人出生于其中的现成世界就不再等同
于他的狭窄的地方世界。只要他在开始成年时，对这一更为狭窄的世界的技能的最低习得是成功的，
他就获得了为自己选择与此不同的，相对说来是新的“地方世界”的更多的机会。　　但是，对个人
来说，无论探究和掌握他的环境中可习得的技能的过程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完成，对这些技能的实践都
将是持续不懈的。这并非说它们是日常事件。在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中，妇女必须学会缝纫，否则她
们将无法承担给定时期给定社会关联中妇女的角色。缝纫属于她们的“自立成人”，属于她们作为个
人的再生产，并由此而成为持续不懈的——这并不是说她们每天都在缝纫！恒定不变的，即连续从事
的活动也可以包括一些狭义的“日常”活动，但是它们也包括可能只与个人生活的特定时期相关联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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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从哲学乃至社会学角度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剖析，内容精深，观点精辟，文字流畅，译
者的水平也非常高，令人回味！
2、教授开的书单··推荐这本来着还没看完
3、对微观社会的细致研究
4、衣局长翻译的书，还是挺有价值的，值得一读！
5、还算可以的还算可以的还算可以的
6、可以拿这本书与舒茨的著作作比较研究。日常生活、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批判等概念很有用。
7、比较严肃和意识形态的一本关于日常生活的书
8、确实是一本经典论著，新马克思主义的力作了。
9、赫勒有聪明的头脑然而不够厚道，搬运了一些古典哲学家的术语却在行文中装扮得像是她自己的
发明
10、推荐的，还不错哦，物流也挺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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